
 

 

编者按： 

日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本期动态转载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次主题

教育的要求，以及教育部提出的教育系统贯彻落实主题教育工

作重点。此外，整理了学校发展相关政策资讯，供各位领导参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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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政要闻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4 月 3 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提出此次

主题教育的要求。 

要在推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上

下功夫。要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学思想、见行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政绩观、事业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

领养成。要突出问题导向，查不足、找差距、明方向，不断增强党

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

要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

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用

以指导各项工作。要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

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要自觉用这一思想改造客观

世界、推动事业发展，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积极

识变应变求变。要熟练掌握这一思想中蕴含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凝心聚力促发展，驰而不息抓落实，立足岗位作贡献。 

要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要凝心铸魂筑牢根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要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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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实干担当促

进发展，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聚焦问题、知难而进。要践行宗旨

为民造福，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要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贯通起来，有

机融合、一体推进。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学习领会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做到

整体把握、融会贯通。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

方案，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发展

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把学习和调研落实到完

成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任务中去。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

边整改，把问题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始终。 

（来源：新华社，2023-04-03） 

《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4 月 16 日出版的第 8 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文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文章强调，我国 14 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其艰巨性和

复杂性前所未有，必须把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

性稳定性，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胜利实

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要从两个维度来研究和布局：

一是更有针对性地加快补上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确保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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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循环畅通；二是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

竞争力，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 

文章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着力破除制约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一是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三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是全面

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五是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 

其中，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方面，文章提出要解决外国“卡

脖子”问题。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

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使我国在

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

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

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

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文章提出要夯实新发展格局的

产业基础。当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的多元化布局、

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态势，是经济发展规律和历

史大趋势。要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

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从时

空两方面统筹抓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一方面，推动短板产业补

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另一方面，深

化改革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生产力布

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 

（来源：《求是》2023 年第 8 期，2023-04-16） 



国内外高等教育动态（2023 年第 4 期） 

4 

教育部：明确教育系统主题教育贯彻落实工作重点 

4 月 4 日，教育部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开展主题教育

的重大意义、根本任务、目标要求和方法措施。教育系统要认真学

习领会、尽快开展部署、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要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切实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师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一要提高站位，坚决扛起主题教育政治责任。把谋划好、组织

好主题教育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把开展主题教育同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关于教育的决策部署结

合起来，同推进教育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落实主题教育各项任务。 

二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切实解决突出问题。牢牢把握“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以推动实践、解决问题

为导向，聚焦今年重点工作和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调研开路，

把握规律，推动解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 

三要务求实效，推动落实。成立教育部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把

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贯通起来，以学习党的

创新理论来指导教育系统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

难题，以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来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果，

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形成工作合力，营造浓厚氛围。 

（来源：教育部，202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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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召开会议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卓越工程师培养 

4 月 25 日至 26 日，教育部在上海召开教育强国战略咨询会和

卓越工程师培养现场交流推进会，并与上海市签署深入推进高等教

育综合改革先行先试战略合作协议。 

教育强国战略咨询会议强调，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要将党的二十大

战略部署转化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具体行动，瞄准中国式现代化

对教育、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科技、产业、

经济格局，回答好“强国建设，教育何为”的时代命题。要把谋划

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与开展主题教育和大兴调查研究紧密结合，深入

研究教育强国的理念与内涵、结构与特征、政策与保障、运行与路

径，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作用。 

卓越工程师培养现场交流推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把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作为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任务，探

索实行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要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聚焦产学融合、协同育人目标，系统设计、有

力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改革，政府、产业、学校合力协同加快

组织机制创新，推动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工程师教育体系。要突

出工作重点，加快建设核心课程，组建高水平校企导师队伍，建设

好工程师技术中心、卓越工程师学院和创新研究院，全链条、全要

素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标准体系建设，有力支撑产业经济发展需求，

服务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来源：教育部，2023-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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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时政要闻 

◆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习近平：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四次集体学习） 

◆ 习近平：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走在前列（广东考察） 

◆ 习近平：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园的学生回信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3年工作要点、教师工作司2023年工作要点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3/31/c_1129478074.htm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3/31/c_1129478074.htm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3-03/31/c_1129483292.htm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3-03/31/c_1129483292.htm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304/t20230414_1055576.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304/t20230414_105557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m457xb54qeL8MEl5suHQeQ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303/t20230329_1053339.html
http://www.moe.gov.cn/s78/A10/tongzhi/202304/t20230427_10575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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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速递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 

近日，教育部等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

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一步落实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

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决策部署，加快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方案强调，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要坚持“四个面向”，

引导高校在各自领域争创一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提出了服

务国家发展、突出优势特色、强化协同联动的改革思路和原则，明

确了到 2025 年相对量化的近期目标和到 2035 年的远景目标。到

2025 年，优化调整高校 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基础学科占比进一步提

高；在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对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发挥重要作

用的学科取得突破。到 2035 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更加协调、

特色更加彰显、优化调整机制更加完善，形成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

体系，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方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人才培养，针对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

化改革的三大主体，围绕学校层面规划设置、省级层面统筹管理、

国家层面宏观调控，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改革措施。高

校层面，方案提出加强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深化四新建设等 8 条任务措施，与学校工作相关的主要措施如下： 

1.加强学科专业发展规划。科学制定学科专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

级需要，做好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升级、换代和新建工作。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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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规划与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相统一，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对

本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进行专题研究。 

2.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打破常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聚焦世界科学前沿、关键技术领域、服务治国理政新领域新方向，

打造中国特色世界影响标杆学科。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深化学科

交叉融合，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育优秀青年

人才团队，建设科教、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 

3.深化新工科建设。加大国家重大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区

域支柱产业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力度，打造特色鲜明、相互协同的

学科专业集群。推动现有工科交叉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

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形成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培育新的工科领域。

对现有工科专业全要素改造升级，将相关学科专业发展前沿成果、

最新要求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 

4.完善学科专业建设质量保障机制。高校要按照人才培养“先

宽后深”的原则，制定科学、规范的人才培养方案，系统设计课程

体系，配齐配强教师队伍、教学条件、实践基地等，确保人才培养

方案落实落地。定期开展学科专业自评工作，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建

设质量年度报告制度，系统报告学科专业建设与调整整体情况、分

专业建设情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主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来源：教育部，2023-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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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出台两文件推动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

和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日前，围绕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国家能源局网站发布《加

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以下

简称《行动方案》)、《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两文件。 

针对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提出，要

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助力油

气在新型能源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油气行业增智扩绿，探索

形成多能互补、融合发展新模式。大力推进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统筹推进陆上油气勘探开发与风光发电。充分利用陆上油

气田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禀赋较好的优势，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

推进油田风电和光伏发电集中式开发，支撑油气勘探开发清洁用能。

积极推进油区内风电和光伏发电分布式开发，推广应用低风速风电

技术。建设油气与太阳能同步开发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充分利用太

阳能聚光集热及储热技术，实现油气生产过程的清洁化供热。 

二是统筹推进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与海上风电建设。通过海上风

电开发为油气平台提供绿色电力，替代分散式燃气或燃油发电。新

能源建设优先由油气开发企业统筹推进实施，逐步实现海上风电与

海洋油气产业融合发展。充分依托岸电保障油气产业与海上风电融

合发展，推进高比例海上风电为油气平台供电，逐步实现绿色电力

替代。积极有序开发漂浮式风电，为深远海油气平台输送绿色电力。 

三是加快提升油气上游新能源存储消纳能力。发挥储能调峰调

频、应急备用、容量支撑等多元功能，促进储能在电源侧、油气勘

探开发用户侧多场景应用，有序推动储能与新能源协同发展。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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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光资源富集地区合理布局天然气调峰电站，提升系统调节能力。

海上打造以风电与天然气发电融合发展为主的综合能源模式，为海

上平台提供稳定可靠的绿色电力。 

四是积极推进绿色油气田示范建设。建设一批低碳或零碳油气

田建设示范工程。促进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技术融合、应用方式

和体制机制等创新。加大对作为油气勘探开发用能清洁替代的太阳

能、风能、氢能、地热等新能源项目支持力度。 

针对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意见》提出，坚持需求牵引、

数字赋能、协同高效、融合创新的原则，加强传统能源与数字化智

能化技术相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释放能源数据要素价值潜力，

强化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加快油气行业转型升级方面，一是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助力油

气绿色低碳开发利用。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专业软件研发，推动智能

测井、智能化节点地震采集系统建设；加快智能生产技术装备在石

油生产场景的应用；推动油气管网的信息化改造和数字化升级，推

进智能管道、智能储气库建设；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炼厂升级建设。

二是促进数字能源创新生态构建。加快推动全国新型储能大数据平

台建设，提升氢能基础设施智能调控和安全预警水平，探索氢能跨

能源网络协同优化潜力，推动氢电融合发展；推动油气与新能源协

同开发，强化生产用能的新能源替代，扩大二氧化碳驱油技术应用。 

推动共性技术突破方面，加快三方面技术突破。一是面向能源

装备智能感知与智能终端，加快能源装备智能传感与量测技术研发、

先进定位与授时技术应用、特种智能机器人和无人机等技术装备开

发。二是面向能源系统智能调控，加快数字孪生模型及智能控制算

法开发、能源装备与新型信息通信技术物理融合、智能调控及安全

仿真方法研发、基于群体智能等调控能源系统的辅助决策技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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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向能源系统网络安全，加快融合本体安全和网络安全的能源装

备及系统保护技术和能源数据可信共享与精准溯源技术研究。 

能源数字化智能化人才培养方面，深化能源数字化智能化领域

产教融合，支持企业与院校共建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实习基地

等。加速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依托重大能源工程培

养中青年骨干人才，扩大人才计划支持范围，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来源：国家能源局，2023-03-22） 

国家能源局：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4 月 6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要求做好全年能源工作，加强国内能源资源勘

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积极稳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坚持创新驱动提

升产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增强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方面，意见提出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

赋，进一步夯实化石能源兜底保障基础。一是夯实化石能源生产供

应基础，抓紧抓实“五油三气”油气增产上产，推动老油气田保持

产量稳定，力争在陆地深层、深水、页岩油气勘探开发、CCUS 促进

原油绿色低碳开发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增强能源储备能力建设。二

是提高能源系统调节能力，以地下储气库为主、沿海 LNG 储罐为辅，

推进储气设施集约布局。 

深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意见提出要巩固风电光伏产

业发展优势，持续扩大清洁低碳能源供应。一是大力发展风电太阳

能发电，推动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项目并网投产，推进光热发电

规模化发展，稳妥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谋划启动建设海上光伏。二

是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

合发展，促进油气上游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进炼油产能结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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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布局优化，研究修订天然气利用政策，加强成品油生产管理。 

提升能源产业现代化水平方面，意见提出要强化科技对能源产

业发展的支撑，实施一批原创性引领性能源科技攻关。一是加强关

键技术装备攻关，重点推动核心设备与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等技

术的研发应用，在能源行业安全可靠应用替代领域形成首批攻关任

务并建成适配验证实验室。二是巩固拓展战略性优势产业，做好“十

四五”第一批能源研发创新平台认定，加快风电、光伏技术迭代研

发，加快攻关新型储能关键技术和绿氢制储运用技术，推动储能、

氢能规模化应用。三是加快能源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进能源

产业和数字产业深度融合，积极开展油气田、油气管网等领域设备

设施、工艺流程的智能化建设，促进源网荷互动、多能协同互补。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加强能源治理能力建设、扩大能源领域高

水平开放合作，包括：建立健全能源数据管理制度，强化数据安全

治，加强储能、氢能、CCUS 等标准体系研究，重点支持能源碳达峰

碳中和相关标准立项；积极参与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建设运营好“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扎实推进能源务实合

作，参与能源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交流与合作。 

（来源：国家能源局，2023-04-06） 

昌平区印发《昌平区校城融合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3 月 20 日，昌平区人民政府印发《昌平区校城融合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2023-2025）》（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围绕科技创新、

校园建设等工作实施五大工程，推动昌平区与驻昌高校“同频共振”。 

科技创新引领工程：重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成果转移转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等五方面工作。支持

驻昌高校自建或与重点企业共建重点实验室、前沿科学中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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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基地等创新

载体。支持高校围绕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需求的重点领域，承担重

大科研项目、培育储备新兴学科、推动前瞻性研究；支持高校建设

高水平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成果转移转化基地等，或联合企业共

建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平台，对高校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给与

奖励和补贴等支持。 

名校名园建设工程：一是服务高校建设，优化高校基本建设报

建报批手续，快速推进高校项目建设。二是支持高校“双一流”建

设，加大高校公共空间及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力度，探索跨校同步

授课机制。 

社会治理创新工程：主要围绕协同治理、营造创新氛围和增强

国际交流三方面。支持高校联合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大赛等

赛事，支持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金砖国家能源峰会等品牌国际

学术会议和论坛。 

此外，行动计划还提出实施人才兴昌战略工程和公共服务提升

工程。前者主要围绕加强人才、培育、引进交流，建立先进能源、

智能制造等主导产业的靶向引才机制，推广柔性引才机制；后者重

点关注市政基础设施、医疗和基础教育水平的优化和提升。 

在政策支持方面，行动计划明确整合优质资源重点支持高校建

设协同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在昌转化、引进与培养高层次人才、

建设学科相关基础设施和改善办学环境。 

（来源：昌平区人民政府，2023-03-24） 

新疆发展改革委：征求《自治区氢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意见 

4 月 24 日，新疆发展改革委公开征求《自治区氢能产业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意见建议（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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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指出，要围绕国家“三基地一通道”能源产业定位，

实现氢源开发和氢能应用领域充分联动，推进西氢东送，高质量发

展绿色氢能产业链。提出到 2025 年，初步构建以工业副产氢和可再

生能源制氢就近利用为主的氢能供应体系，推动建立集绿氢制、储、

运、加、用为一体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在产业布局方面，提出在

乌鲁木齐打造氢能产业创新研发示范区；在化工行业集聚地区发展

制氢技术并带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在风光资源丰富地区推进可再

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和氢储能；探索推进高效、智能氢气输送管网的

建设和运营，在氢气资源丰富城市布局建设进加氢站。 

行动方案提出了四项重点任务：一是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建设，

布局制氢、加氢设施，并构建稳定高效的氢能运输网络。二是推进

氢能多元化应用，促进氢能在工业、储能等领域规模化应用。三是

发展氢能装备制造产业，推动制氢、储运加氢和氢燃料电池等装备

产业发展。四是构建氢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加强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支持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等联

合组建氢能创新联盟，建设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氢能创新平台。 

新疆自治区氢能产业建链延链强链示意图  

 

（来源：新疆发展改革委，2023-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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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政策速递 

◆ 《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①方案全文、②高等教育司负

责人答记者问 

◆ 科技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 

◆ 国家标准委等11部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 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基金委等8部门：《2023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宣讲教育工作要点》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304/t20230404_1054230.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304/t20230404_1054223.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304/t20230404_1054223.html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3/202303/t20230320_185166.html
https://www.sac.gov.cn/xxgk/zcwj/art/2023/art_e579ce66f6144b05907ed151a225f034.html
http://www.cas.ac.cn/zcjd/202304/t20230420_4884668.shtml
http://www.cas.ac.cn/zcjd/202304/t20230420_48846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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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参考 

北京大学：推进北大“国际战略年” 

4 月 16 日，北京大学召开国际战略研讨会，推进北大“国际战

略年”相关工作，加快和扩大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 

会议要求，一流大学应当站在全球的角度和国家发展的高度审

视自己的使命，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国际化的内涵。

围绕高水平开放合作,北京大学应全面提升“五力”：一是提升对人

才自主培养和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力；二是提升对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保障力；三是提升对全球治理变革的引领力；四是提升

对促进文明互鉴、深化人文交流的推动力；五是提升对“一国两制”

和人心回归的向心力。 

会议提出了北京大学贯彻落实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五项重点工

作：一是坚持以增强创新创造实效为方针，推进科研国际协同创新；

二是以提升引领未来能力为主线，布局学科，全面培育全球卓越人

才；三是以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为途径，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四是

以中国特色北大风格为底蕴，建设国际交流新范式；五是以多元聚

才品质校园为载体，打造一流国际智识高地。 

会议还介绍了北大“国际战略年”将实施的五项发展战略和十

个行动计划，分别是：“科技创新引领战略”“人才提质培优战略”

“合作网络拓展战略”“传播效能提升战略”“开放机制优化战略”，

以及前沿构筑、交叉引领、英才引育、全球塑造力提升、网络汇通、

思想聚力、战略践行、传播升级、机制增效、国际化能力建设行动

计划。 

（来源：北京大学，2023-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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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成立七大学部推动学部制改革 

3 月 28 日，中山大学举行了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

工学部、信息学部成立大会，五大学部与去年成立的经济与管理学

部和医学部共同构建了“学校—学部—院系”三级学术治理体系。

学部制改革将学校近 70 个院系有机融汇起来，将规模优势有效转化

为发展动能，进一步促进规模、结构、效率和质量相统一。 

中山大学将坚持以下三点原则推进学部制改革：一是准确认识

设置学部的重要意义。通过分学部实施学术治理，解决学校体量大、

学科全、学生多等迫切问题，充分发挥学校办学格局和办学资源的

优势。二是切实抓好学部各项重点工作。充分发挥学部在跨学科教

育、学术标准、人才引育等方面的统筹协调作用。三是在全校上下

形成学部工作的合力。厘清学部和院系的权责边界，预防学部行政

化的倾向，在学部内形成所有院系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良好学术

生态。 

中山大学将围绕以下三点做好学部工作：一是聚焦人才培养。

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关键、院系担主责、学部保质量促交叉、学校

营氛围，发挥好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作用。二

是发挥学部在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上的作用。学部的学术委员会，

要统筹相同和相近学科的学术标准与学术评价，要帮助院系把好进

人关，从更高的视角、更宽的视野、更长的跨度做好教师聘用、评

估和晋升的学术评价。三是通过学部激发院系活力，学部主动创新

学科交叉模式，开展各类学科交叉交流活动，充分调动基层学术组

织活力，促进跨院系跨学科教育和研究的合作。 

（来源：中山大学，202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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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朝滋：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四个转变”和“三大破解” 

《中国高等教育》日前刊发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署名文章

《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文章强调高校有组织科研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现科

研组织模式的四个转变，破解实施有组织科研的三大难题。 

一、加快科学研究范式和科研组织模式变革，努力实现“四个

转变” 

一是在项目组织上，从被动的“接单式”向主动谋划、主动服

务转变。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作为科研的主攻方向，建立重大

任务组织机制，组织提出一批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重大科研任

务，主动谋划、主动对接、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行业产业发展

需要，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 

二是在平台建设上，从“自由生长”向定向培育转变。围绕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任务，加强高校重大科研平台的培育布局，

提高体系化、建制化建设水平。系统布局重大科研平台，着力把国

家级攻关大平台打造成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作用的重要支撑。 

三是在团队建设上，从“戴帽子”向重实战转变。依托重大科

研平台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或工程，在实战中发现和造就战略科

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及创新团队。让更多学生参与到重大科技任务

或工程中来，在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中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四是在支撑引导上，从资源引导向综合施策转变。更加注重发

挥政策的引导作用，不断增强政策的系统性、针对性，在资源配置

上避免“撒芝麻面”的现象，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等资源

形成有效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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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着力破解“三个难题”，保障有组织科研有效实施 

一要着力破解科研方向与国家需求衔接不紧密的问题。教育部

将完善“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系统，把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和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成效纳入监测体系，引导高校与教育部形成合力，主

动对接国家战略布局，提出重大科技计划和工程，加大培育支持力

度，加强与科技、产业部门的互动。 

二要着力破解跨学科、跨学院组建科研团队难的问题。以重大

任务为牵引，以高水平创新平台为依托，建设政策特区，赋予平台

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经费使用、人才引进等自主权。建立资源配

置一体化机制，打破传统科研组织体系，在重大人才计划、研究生

招生计划、本科生推免名额等方面对有组织科研给予倾斜支持政策。 

三要着力破解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的问题。真正建立以创新价

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在职称评定、绩效考

核、奖励评审等各类评审活动中，鼓励引导科研人员积极参与重大

任务攻关；不简单以科研成果完成人排序作为衡量标准，更加强调

科研成果的实际贡献。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3 年第 7 期，2023-04-03） 

挪威教育部：发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 

日前，挪威教育部发布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Strategy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该战略从教育个性化、教学创新、学科发展、学术研究、数据运用、

数字文化建设六大方面明确了未来重点发展领域，明确了学生、教

师、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劳动力市场等五大主体的未来发展方向，

系统绘制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未来蓝图，以更好满足社会与劳动

力市场对知识技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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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略拟定六大优先领域，并拟定相应行动作为目标实现路径。 

一是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教育个性化，以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

求。具体行动包括：第一，提高教育可及性，提供终身教育相关服

务；第二，提供个性化课程并保护用户隐私；第三，开发在线课程，

促进学生国际交流；第四，与劳动力市场开展合作；第五，培养员

工基本数字技能。 

二是提高教师数字素养，以促进教学与评估创新。具体行动包

括：第一，制定数字教学原则和方法，支持师生广泛参与；第二，

提高教师数字教学技能，促进数字技术与教学内容深度融合；第三，

开发文化框架，共享国内外数字课程。 

三是在学科中确立数字相关的主题，以帮助学生应对未来社会

挑战。具体行动包括：第一，促进数字与教育及研究的互动和发展；

第二，培训教师，了解数字化对学科的影响；第三，加强高等教育

机构合作，开发和纳入数字教育主题；第四，制定职业数字技能学

习框架，满足未来 ICT 专家的学习需求；第五，提高课程多样性，

促进 ICT 课程的学生性别平衡，提高课程完成率。 

四是探索数字化研究方法，运用数字技术提高研究质量，加强

国内外的合作。具体行动包括：第一，提高研究人员的数字技能；

第二，进一步开放数字平台，向社会传播研究成果；第三，完善研

究人员评估体系，认可共享研究数据的行为；第四，开发工具以支

持数据收集、发布和存档。 

五是促进数据为教育和科研服务，通过数据的有效使用来简化

学校工作、加强教育研究。具体行动包括：第一，确保学生、教师

和研究人员的信息准确性；第二，建立数据系统并完善基础设施；

第三，保障个人隐私安全，并制定相关解决方案；第四，加强高等

教育部门信息安全，保障数据安全；第五，建立数据网络，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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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关方共享数据。 

六是塑造数字化转型管理文化。各级有序管理是高等教育部门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所在。具体行动包括：第一，加强对组织发展和

变革实践的领导，确保行动协调一致；第二，IT 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在课程中引入数字技术；第三，提供数字学习和资源共享平台；第

四，评估各机构鼓励员工共享数字资源的措施；第五，加强工商界

和公共部门的合作。 

（来源：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2023-03-08） 

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 北京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院 

◆ 清华大学：启动气候变化与碳中和国际合作联合行动 

◆ 天津大学：推进储能技术学科交叉中心建设 

◆ 华东理工大学：启动绿氢领域教育部集成攻关大平台建设 

◆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设立“碳中和与气候变化学域（CNCC）” 

◆ 南方科技大学：专题研讨“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交流” 

◆ 浙江大学科教战略研究院：统筹推进学科与产业的融合发展 

◆ 德法美三国大学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 

◆ 美国发布《无尽前沿法案》：科技战略变革中的高等教育布局和理念转变

https://mp.weixin.qq.com/s/chG6fmQvesi5uIm17UcQ4g
https://mp.weixin.qq.com/s/yWo5iXNkpRsf-FllduYv7Q
https://mp.weixin.qq.com/s/KenVeDY1AYJhBlwj1FjWzg
https://www.ecust.edu.cn/2023/0413/c524a172046/page.psp
https://hkust-gz.edu.cn/zh-hans/news/gangkedaguangzhouxinshelitanzhongheyuqihoubianhuaxueyucncc
https://hkust-gz.edu.cn/zh-hans/news/gangkedaguangzhouxinshelitanzhongheyuqihoubianhuaxueyucncc
https://newshub.sustech.edu.cn/html/202303/43680.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1485270910136091&wfr=spider&for=pc
https://mp.weixin.qq.com/s/BnezAOiTgcz95WqtFPpTRw
https://mp.weixin.qq.com/s/nsHf2iVnR2MHpua12hmM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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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资讯 

多个榜单发布：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再获佳绩 

日前，2023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2024年 QS 世界学科排名、2022

年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和第二十四届中国专利奖等榜单相继

发布，我校在各榜单中获得佳绩。 

2024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我校石油工程学、化学工程 2

个学科上榜。石油工程学全球排名为 51-100 位，蝉联大陆高校第 1；

化学工程全球排名为 301-350 位，多项指标排名提升。16 所高科联

盟和地矿油高校中，4 所高校学科进入全球百强，我校石油工程学

为其中之一。 

2023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我校排名第 52 名，在高科联盟和地

矿油高校中排名第 5，居地矿油高校之首。办学层次（19 名）、重

大项目与成果（25名）、社会服务（22 名）保持显著优势，科学研

究（47 名）、高端人才（49 名）排名与得分均有提升。 

2022 年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学校共 19 位学者入选（9

人为 2022 年新增），分布在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

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四大学科。高科联盟和地矿

油高校中，我校百名师均入选人数排名第 2。 

第二十四届中国专利奖：我校和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14

所高校项目在本届评选中获得金奖和银奖。学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

石油工程学院蒋冠澄教授团队成果“钻井液的添加剂组合物和抗高

温无土相全油基钻井液”获得银奖，为能源类高校唯一。 

（来源：软科、QSChina、Elsevier、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3-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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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与科技部：共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月 2 日，部市共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场推进会议召开,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通报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进展。 

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坚持央地协同、部市

联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

案，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凝练科学问题，

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吸引重大基础研究成

果率先在京发表利用。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国家实

验室引领作用，统筹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领军企业等资源。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充分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做好前沿领域研发项目布局，着力提升技

术研发能力。 

会议强调，要加快成果转化落地，抓好创新平台建设，“三城

一区”瞄准高精尖，坚持“三链联动”，巩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优

势产业地位，培育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增长引擎。要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深化财政科技经费、科技评价、成果转化等基础制度改

革，完善科技金融体系，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教育、科技、人

才工作要一体抓落实，集聚战略科技人才，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加大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力度。 

会议指出，要从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谋划北

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突出优化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增强科技

竞争比较优势、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整合创新资源和提高创

新效率、推动市场和政府更好结合、国际科技创新交流等维度。 

（来源：北京日报，202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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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和三大石油公司：构建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体系 

日前，《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发布，

以下整理了国家能源局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工作启动会议主

要内容和三大石油公司相关工作最新动态。 

国家能源局：须“开源”“节流”同步推进。一方面，加快进

军“深海、深层、非常规”领域，持续提升老油气田采收率，保持

勘探开发力度强度不减。另一方面，挖掘油气上游领域勘探开发与

新能源融合发展巨大潜力，大力实施清洁用能替代，同步增加油气

商品供应量，增强油气供给能力、显著降低油气生产能耗和碳排放，

构建“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能源供给

体系。 

中国石油：将“绿色低碳”作为公司五大发展战略之一，大力

发展新能源业务，加快向“油气热电氢”综合性能源公司转型，国

内油气产量当量稳步提升，油气和新能源融合发展取得突出成效。

加快油气和新能源融合发展需要抢抓人才、技术和时间。一方面，

要进一步加强新能源资源评价，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氢能、储

能等新能源领域关键技术，大规模培养和储备新能源产业与技术领

域人才。另一方面，要构建绿色智慧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产

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通过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式加强

油气和新能源业务的智慧管理。 

中国石化：上游加快绿色转型步伐，通过二氧化碳驱油、网电

替代柴油驱动压裂、加大光伏风电余热利用力度、大面积植树造林

等方式，全面降低油田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碳排放。中国石化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围绕含油气盆地二氧化碳封存利用关键问题，攻关形

成了以“高效驱油封存、经济驱水利用、有效驱气助存”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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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封存利用工业化应用关键技术体系。上游企业打造了零碳、

负碳油气田，在胜利油田启动了国内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在华

东油气首次实施了页岩油单井万吨级规模二氧化碳压吞实验，在江

苏油田实现封二氧化碳 23.6 万吨和增油 9 万吨。 

中国海油：积极推动风电挺进深远海，我国首座深远海浮式风

电平台“海油观澜号”于 3 月 26 日启航，将助力形成海上风电与油

气田区域电力系统互补供电的新模式，形成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

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未来，中国海油将以“海油观澜号”深远

海浮式风电和合作市牧光互补集中式光伏等项目为抓手，探索新融

合发展、新运维模式、新关键技术，加快推进落实油气田勘探开发

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在绿色发展中开新局、启新篇。 

（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

2023-04-27） 

延伸阅读·科教资讯 

◆ 教育部:召开第九届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 

◆ 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2023年全国油气管道规划建设和保护工作会议 

◆ 北京市教委：在教育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论坛上做典型经验交流发言 

◆ 中国海油：召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2023年第一次会议 

◆ 中国石化：我国首条“西氢东送”管道纳入国家规划 

◆ 国内首家智能检测装备产业创新中心落户北京 

◆ 海南省深海深层能源工程重点实验室揭牌 

◆ 国际能源署：《能源技术展望2023》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2023》综合报告（S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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